
2023年文化遗产日活动策划案(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文化遗产日活动策划案篇一

20xx年6月10日是我国x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下简称遗
产日)。为加强遗产日宣传工作，确保今年宣传活动扎实有效，
xx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活动，特制定
本方案。

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展示，普及文化遗产保护
知识，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遗法》和《xx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二十四节气”
知识体系，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优秀成
果等。

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

传承非遗--在生活中弘扬在实践中振兴

保护传承非遗展现生活智慧

活力社区活态非遗

振兴中国传统工艺

6月10日

1、制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遗法》和《xx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二十四节气”知识
体系宣传版面和宣传标语，举办xx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图
片展览。

2、传统舞蹈类项目展演。

3、组织传统美术--剪纸作品进校园展览。

4、振兴传统工艺，举行传统手工技艺类现场互动展示。

5、组织东方民间文化收藏馆举办民间民俗文化精品展以及xx
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作品展；组织东方民间文化收藏馆和李
秀山泥塑作品展示馆对外免费开放。

文化遗产日活动策划案篇二

____年6月11日是我国第__个文化遗产日。为在全社会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宣传，倡导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提高全民参
与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按照《文化部办公厅关于__年
文化遗产日前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的通
知》(_非遗函〔__年文化遗产日活动的通知》(办政函〔__年
文化遗产日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振兴传统工艺 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二、活动内容

(一)适时组织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文化遗产日有关宣传展
演活动。

(二)举办主场活动。__年6月11日上午，自治区文化厅、固原
市人民政府主办，固原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承办，在固原



市区博物馆广场举办全区__年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活动主
要内容有：对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督查情况进行通
报;表彰非遗保护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资助优秀传承人和
传承基地;固原市级非遗传承人授牌及发放以奖代补经费;文
化遗产特色艺术演出;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__〕17号)的宣传、文
化遗产保护成果图片展;代表性传承人技艺表演展示;文物基
础知识讲解、品鉴等。

(三)举办分场活动。各市、县(区)文化局，__文化馆(非遗保
护中心)、__博物馆、固原博物馆等单位，要根据行业特点和
区域特色，在文化遗产日期间设立活动分场，认真组织开展
宣传、展演、讲座、咨询、走访调研等系列活动。

三、活动要求

(一)固原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和其他市、县(区)文化局要
紧扣本次文化遗产日主题，结合实际，创新方式，分别制定
并实施好主场和分场活动方案。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充
分发挥社会文化组织和文化志愿者的积极作用，严格落实安
全保障措施，确保活动顺利开展。请固原市文化体育广播电
视局于6月3日前分别将主场活动方案报自治区文化厅公共文
化与非遗处和自治区文物局。

(二)请五市文广局分别推荐4名非遗保护先进工作者，2个先
进保护单位(文化馆、非遗中心)，2个优秀传承基地(自治区
级)，于6月3日前将推荐表报自治区文化厅公共文化与非遗处。

(三)各市、县(区)要把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宣传作为文化遗产日活动的
重要内容，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采取开设专
栏、制播专题片、采访报道、印发资料、传送信息等方式做
好宣传工作。



文化遗产日活动策划案篇三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著名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革命作家，社会活动家，浙江桐乡
人。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投
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子夜》
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成为革命现实主义
的奠基之作。他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他除发表大量
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外，并经常向
国内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命的方法，
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不随波逐流的倔强学生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是个清末秀才，他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
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
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着作。母亲
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
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
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
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
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
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闲书”，
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家长的允许。《西
游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都是他那时爱读
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他当时便流露出
了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植材高级小学教的课程除了国文、算术外，还有英文、物理、
化学、音乐、图画和体操，这些课程都使他感到很新鲜。上



化学课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张济川老师在教室里做各种有
趣的化学实验，使茅盾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科学的种子
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田里孕育了，他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

一天国文课上，中过秀才的周先生教《孟子》，错把“弃甲
曳兵而走”一句解释成“战败的兵丁急于逃命，扔掉盔甲，
肩背相磨，仓皇逃走”。他忽然站起来问道：“先生，”他
指着《孟子》，“书上注释‘兵’是‘兵器’，不是‘兵
丁’。”

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也恍然大悟，应声附和。“是‘兵丁’，
不是‘兵器’!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是中过秀才的。”老
先生硬着头皮坚持自己的讲法。

茅盾见这位老先生硬是不认错，下了课就去问校长。徐晴梅
校长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听后想了一想，对茅盾说：“可
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书的解释吧？”茅盾心想：校长大概
觉得不能让周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才会这样说的吧！

小小年纪的茅盾，总是觉得坚持正确的才是最重要的。

文化遗产日活动策划案篇四

20_年6月1__日为我国第__个文化遗产日。为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活动，与文广新工作实际有机结合，大力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高全民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意识，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现就20_年文化遗产日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宣传我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意识，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活动主题及宣传口号

(一)活动主题

保护成果 全民共享

(二)宣传口号

1.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文化遗产

2.为文化遗产点赞 为美丽中国添彩

3.文化遗产千秋传承 保护弘扬万代受益

三、活动时间

20_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

四、工作要求

(一)结合当地实际，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及早制定本县市
区的文化遗产日活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案。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突出主题、讲实际、重实效。文广新
系统的领导干部要面向基层、深入一线，加强指导、统筹谋
划，落实安全措施，确保文化遗产日活动安全顺利开展。

(二)传播理念，积极引导。各地要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传平台，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广泛征集宣传口号，
设置宣传专栏专刊，张贴宣传海报，印发宣传材料，传播文
化遗产保护理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活动与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努力使文化遗产日主题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激励公众自觉参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三)各地要注重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展示地方政府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积极行动和工作成果，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惠及民生所采取的举措和取得
的成效，大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的先进事迹，
强化价值导向，注重宣传效果。大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进校园、走进高校活动，要善于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提高
正面引导能力，切实增强宣传活动的辐射效应。

请各县市区文广(新、体、旅)于6月6日前报送20_年“文化遗
产日”活动安排，并于6月22日前将本县市区“文化遗产日”
活动总结(加盖公章)及电子文本一并报送至阜阳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

文化遗产日活动策划案篇五

今年6月11日，是第10个全国文化遗产日，这是国家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高度重视的举措。为提高我县广大民众对文化遗产
的关注度，加深对保护好我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远意
义的认识，为增加我县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我县将于20_
年6月13日“全国第10个文化遗产日”，在县瓦子街广场举办
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展示、展演活动。具体展示内容及
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二、活动地点：

瓦子街广场、文庙

三、组织机构：

主办：上杭县文体广新局

承办：上杭县文化馆



协办：有关乡镇文化站、局下属各单位、有关协会

四、活动内容：

(一)民俗踩街：瓦子街-江滨路-北大路-人民路-瓦子街

(二)民俗活动：

1、木偶戏

2、腰鼓队、舞蹈队、汉剧演唱

3、香灯龙表演、梅花高桩舞狮、树叶吹奏、女子“五梅拳”
表演

4、船灯表演

5、十番音乐演奏

6、客家大鼓表演

7、客家山歌演唱

8、溪口走马灯

(三)文物、奇石、图片摄影展览

9、汀江奇石展览

10、“记得住乡愁”摄影展

11、客家族谱文物展

12、文物保护图片展、“新四军和才溪儿女”图书展



13、古书籍保护展

14、非遗”知识灯谜竞猜。

15、非遗图片和工艺品展示。

(四)客家风味小吃


